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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日益显著的背景下，英语学习已不再局限于语言技能的简单掌握，而是深入到了

文化认知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层面。新课程标准强调文化意识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要求

学生在获得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够比较文化异同，坚定文化自信，并具备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

能力。然而，当前高中英语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忽视文化教学，学生文化输出能力较弱等问题。因此，

本文明确了文化意识与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内涵，分析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培养中华文化传播力的现状后，

以岭南文化名人为例进行教学设计，提出培养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具体教学路径，旨在推动高中英语教学

中立德树人与核心素养目标的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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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English learning has transcended 
the mer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skills and has extended to the realms of cultural cognition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wareness as a core competency in English education, requiring students to acquire cultural 
knowledge, compare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
velop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e Chinese culture. How-
ever, current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s often neglect cultural education, resulting in 
students’ limited ability to express and share their own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capacity to disseminate Chinese culture. After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ultivating Chines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bilitie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 teaching design using notable figures from Lingnan culture as examples. It 
further outlines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disseminate Chinese cul-
ture, aiming to promote the gradual realiz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ore competency goal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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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语境下，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主导语言之一，与其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1]。
语言学习不再局限于语言形式的掌握，还包括对目标语言文化的深入理解，这不仅是培养有效交际能力

不可或缺的维度，亦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2]。交际双方不再完全依赖英语国家的文化进行沟通，

交流内容扩大为双方的文化实践和价值观念。这要求我国的英语教育调整目标定位，强化中华文化的输

入与学习[3]。《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文化意识作为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之一，目标是学生获得文化知识，理解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坚定文化自信，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4]。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提

高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既是新课标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学英语教学目标之一。 
然而，当前高中英语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文化教学缺失、文化意识淡薄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教材

重视文化输入而轻文化输出，文化内容教学深度不够[5]；教师未充分重视文化教学，教学形式单一[6]；
文化差异被忽视，本土文化渗透相对贫乏[7]。这些问题导致高中生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准确流畅地用英语

表达中国文化内容，不利于培养中华文化传播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本文将详细介绍中华文化传播力的

内涵，探讨当前高中英语教学中培养该能力的现状，并以岭南文化为例进行教学设计，归纳出提升中华

文化传播力的教学路径，以期为落实高中英语教学中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提供有益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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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意识与中华文化传播力 

文化意识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教育部

[4]明确指出，文化意识不仅包含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更体现在学生的跨文化认知、

态度和行为取向中，是核心素养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这一界定为理解文化意识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揭示了其与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结构维度来看，文化意识的培养目标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

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7]。这四个层次构成了一个渐进式的培养体系，为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奠

定了认知基础和实践框架。其中，文化知识是基础，文化理解是关键，跨文化交际意识是桥梁，而跨文

化交际能力则是最终目标。这种层次化的结构特征与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要求形成了有机的对应关

系。 
文秋芳[8]提出的外语教育新目标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五个构成要素——政

治素养、语言能力、文化素养、高阶思维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文化意识的四个培养层次形成了

多维度的对应关系。具体而言，坚定的中华立场和家国情怀需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理解和认同基础之上；

综合语言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对文化知识的系统掌握；比较视角下的文化介绍能力则直接源于跨文化交际

意识的培养；而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更是相辅相成。 
这种内在的逻辑关联表明，文化意识的培养与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过程。只有夯实文化意识的基础，才能有效提升中华文化传播能力；而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又反

过来深化和拓展文化意识的广度和深度。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指导和实践方向。 

3. 中华文化传播力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培养现状 

为了解当前高中英语教学中对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培养现状，本文对当前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

“Reading”部分的课文主题进行总结，以反应当前教材中文化意识凸显性和中华文化内容的实际比重，

从而进一步论证培养中华文化传播力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表格中“总课文篇数”简写

为“总篇数”、“有关文化意识的文章篇数”简写为“文化意识”、“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篇数”简写为

“中国文化”(见表 1)。 
在当前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课文总数为 25 篇，其中涉及文化意识的文章占比达到 32%，显示出

教材对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度重视。教材中文化意识的融入帮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培养文化

敏感性和包容性。同时，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占比虽为 16%，但已显示出教材在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展

现中国文化独特魅力与价值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尝试。四篇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国文化的文章，如通过介绍

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故事、艺术形式等，不仅丰富了教材内容，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自己民

族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的平台。教材作为连接学生与目的语的关键媒介，在跨文化教学与学习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9]。从教材的变化和编排上可以看出，教材编写者对于培养高中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

日渐关注与重视。 
教材为教师的有效教学提供重要基础和重要指导，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尽管教材的文化意识凸

显性不断增强，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培养上仍存在以下不足：(1) 文化内容教学深度

不够，中国文化的融入力度仍有待加强。不管是教材还是实际教学中，中国文化内容的占比相对较低，

且分布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例如，教材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多集中于传统文化介绍，而对

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文化创新以及中华文化在全球语境中的价值探讨较少。这种局限性可能影响学生

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知，削弱其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2) 文化差异被忽视，本土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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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不足。教材涵盖了友谊、现代英语之路、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然而，对当

地本土文化的教学缺乏足够的引导或预留较小的发挥空间。例如，教材中较少涉及地方性文化遗产(如少

数民族文化、地方传统技艺)以及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国潮”文化的兴起)。这种主题多样性的

不足可能限制教师在教学中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影响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认同。(3) 教材在文化

意识培养上重视文化输入而轻文化输出。例如，教材中较少设计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跨文化交际任务(如
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导致学生在实际交际中难以有效传播中华文化。这种

重输入轻输出的倾向可能影响学生文化传播能力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正确有效地

培养高中生中华文化传播力，显得十分必要。 
 

Table 1. The thematic analysis of text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PEP) 
表 1. 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课文主题情况 

教材册数 课文篇数 课文主题 

必修一 

总篇数 5 主题 人与社会(友谊、现代英语之路等)；人与自我(生活与学习) 

文化意识 2 具体主题 友谊与文化差异；语言与文化交融 

中国文化 1 具体主题 中国书面文字演变历史 

必修二 

总篇数 5 主题 人与社会(文化遗产、世界节日等)；人与自然(自然生态) 

文化意识 2 具体主题 文化多样性与保护； 
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中国文化 - 具体主题 - 

必修三 

总篇数 5 主题 人与社会(健康饮食、人际关系等)；人与自然(旅游计划) 

文化意识 1 具体主题 跨文化饮食习惯与营养观念 

中国文化 1 具体主题 参加那达慕大会的经历 

必修四 

总篇数 5 主题 人与社会(社会成就、肢体语言等)；人与自然(自然灾害防范) 

文化意识 2 具体主题 文化价值与贡献；跨文化沟通与理解 

中国文化 2 具体主题 女性成就中的中国女性代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与文化 

必修五 

总篇数 5 主题 人与社会(科学家、英国历史等)；人与自然(环境保护) 

文化意识 2 具体主题 科学家的文化贡献与科学精神；英国历史的文化传承与影响 

中国文化 - 具体主题 - 

4. 岭南文化赋能中华文化传播力培养的教学路径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以中国岭南文化为例，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独特性的岭南文化中的“名

人詹天佑”融入到高中英语必修五 Unit 1“Great scientists”中“科学家的文化贡献与科学精神”的文化阅

读教学中，深入挖掘其蕴含普遍价值的中华文化精髓，旨在帮助学生深入学习岭南名人的文化贡献，学

会对比和介绍不同文化名人的科学事迹与科学精神，进而增强其文化自信和归属感，引导学生领悟中华

文化的世界意义，提升其中华文化传播[10]，希望为高中英语教学中培养中华文化传播力提供具体的路径

指导。阅读材料见图 1。 
本节课基于高中英语必修五中《科学家》单元的内容，该单元通过介绍西方科学家约翰·斯诺(John 

Snow)的事迹，展现了科学家探索未知、严谨推理、勇于挑战的科学精神。为了加深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

异的理解，树立中国文化自信，本节课将引入中国科学家詹天佑的事迹进行对比阅读。詹天佑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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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之父，其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同样体现了科学家的精神，同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学生完成约

翰·斯诺的阅读课后，对科学家的精神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具备基本的英语阅读能力，能够理解并分

析文本信息。此外，学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认知，但对詹天佑的详细事迹可能了解不多。因此，

本节课将通过丰富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深入了解詹天佑的生平和成就，达成核

心素养各项学习目标。 
 

 
Figure 1. Famous Lingnan celebrity—Zhan Tianyou 
图 1. 岭南名人——詹天佑 

 
(1) 导入：激发兴趣，引出主题 
教师通过回顾约翰·斯诺的事迹，引出科学家精神的话题，并提出引导性问题：“你们知道中国也

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吗？”以此引出詹天佑的故事。这一环节的设计旨在

通过对比中西方科学家的成就，激发学生对詹天佑事迹的好奇心，为接下来的阅读活动做好心理准备。

同时，通过引入中国文化元素，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为后续的文化意识培养奠定基础。 
(2) 读前环节：背景介绍与内容预测 
在正式阅读前，教师简要介绍詹天佑的生平背景，包括其成长经历、主要成就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

的重要地位。随后，教师分发詹天佑的阅读材料，引导学生预览标题、小标题和图片，并预测文章内容。

这一环节的设计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对詹天佑的初步认知，激发阅读兴趣，同时培养学生的预测能力，

为后续的深度阅读做好准备。 
(3) 读中环节：信息提取与深度理解 
读中环节分为略读、精读、思维导图三个部分。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在略读中快速阅读材料，教师

引导学生快速阅读詹天佑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在 3~5 分钟内掌握文章的主旨大意，并圈画出关键词和

句子。包括詹天佑的重要经历、主要成就以及体现科学精神的核心词汇。通过略读活动，训练学生的快

速阅读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帮助其从宏观上把握文章结构和核心内容。其次，在精读环节，学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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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完成教师设计的三个层次问题链。包括① 事实性问题：找出詹天佑的主要经历和成就(如留学

背景、京张铁路建设、“人字形”铁路设计)；② 分析性问题：分析詹天佑在铁路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及其

解决方法，探讨其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如创新思维、坚持不懈、爱国情怀)。③ 评价性问题：结合詹天

佑的事迹，评价其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并思考科学家精神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通性。通过精

读和问题链分析，学生能够准确提取关键信息，深入理解文本内容，并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最后，形成可视化的思维导图。学生在精读和讨论的基础上，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整合詹天佑的生平、成

就和科学精神。思维导图可以包括以下分支：生平经历、主要成就、科学精神、文化特色。通过制作思维

导图，学生能够系统化地整合信息，提升逻辑思维和信息可视化能力。 
(4) 读后环节：多元活动与综合评价 
读后环节通过多元化的活动设计，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并提升综合能力。首先是小组讨论与汇

报：学生分组讨论詹天佑和约翰·斯诺在生平、成就、科学精神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思考

詹天佑的成就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及中西方科学家精神的共通之处。此外是开展海报设计与展示

活动：学生分组设计以“中西方科学家精神”为主题的海报，要求包含詹天佑和约翰·斯诺的生平、成就

和科学精神等元素，并进行简短的解说和分享。最后是评价与反馈：根据教师提供的评价表，学生进行

个人评价和同伴评价，教师根据各组表现进行点评。这一环节旨在通过多元评价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自

己的优势和不足，促进自我提升。通过丰富的读后活动，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提高学习参与度；

清晰表达观点，提升口语表达能力；深入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增强文化意识和中华文化传播力；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展示活动，增强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5) 总结与作业：巩固知识与拓展视野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强调中西方科学家精神的共通之处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学生

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同时布置必做作业：制作自己最喜欢的科学家名片，要求简要介绍其生平、成就

和座右铭。以及选做作业：录制一个短视频，比较自己心目中的中西方科学家形象，并阐述自己的文化

观点和科学精神理解。作业设计兼顾不同难度梯度，旨在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提高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通过搜集资料，拓宽视野，增强学习兴趣。同时，选做作业的设置能够有效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促进其最近发展区的发展。 
通过在实际教学中引入岭南名人对比阅读环节，可有效印证中华文化传播力与学生文化意识提升之

间的深刻关联。这一实践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还促进了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使

其能够更准确、流畅地用英语表达中华文化的精髓。同时，文化素养的培育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文化

的历史渊源、独特价值及现代意义，为跨文化交流奠定基础。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则使学生能够以批判

性和创新性视角审视中外文化，形成独立见解。最终，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显著提高，能够以开放包

容的心态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提升伴随着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

展，尤其在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方面得到充分锻炼，对提高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落实

英语教育立德树人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5. 结语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语境下，英语学习不应局限于语言形式的掌握，而应深入探究语言

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致力于运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进行深度且富有意义的跨文化交际[11]。针对当前

高中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形式单一、学生文化输出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强调了加强中华文化输入与学

习的重要性，并以岭南文化为具体案例，系统探讨了如何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的中华文化传

播能力。通过高中英语必修课文与岭南文化相融合的对比阅读教学设计，期望为培养高中生中华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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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力提供清晰的教学路径指导，增强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与跨文化意识，从而为其更好地讲述中国

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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